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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述 大航海時代的到來 

 

（
１
）
荷
蘭
、
西
班
牙
，
先
後
進
占
臺
灣
南
、
北
部
、
（
２
）
其
後
，
鄭
成
功
驅
逐
荷
蘭
人
，
在
臺
建
立
政
權 

３
十
七
世
紀
： 

２
十
六
世
紀
以
前
：
漢
人
、
日
本
人
已
零
星
來
臺 

 

（
１
）
新
航
路
的
發
現
，
歐
洲
在
海
外
追
求
商
業
利
益
、
（
２
）
位
於
東
亞
航
線
樞
紐
的
臺
灣
，
成
為
各
方
勢
力
競
逐
的
據
點 

１
十
五
、
十
六
世
紀
： 

 

大航海時代 

與臺灣 

漢人在臺澎的活動 

東亞貿易活動 
地圖 歐洲人東來 

 
 

 

十
六
、
十
七
世
紀
，
西
方
國
家
積
極
擴
展
東
亞
貿
易
，
臺
灣
成
為
荷
蘭
、
西
班
牙
競
逐
目
標
，
被
納
入
國
際
貿
易
體
系 

２
西
方
國
家
擴
展
東
亞
貿
易 

１
位
置
優
勢
：
位
於
中
國
大
陸
東
南
沿
海
，
是
西
太
平
洋
南
來
北
往
的
交
通
樞
紐 

 

Ｂ
海
商
在
臺
活
動
：
顏
思
齊
、
鄭
芝
龍
曾
招
募
漢
人
開
墾
今
雲
林
（
北
港
，
古
稱
笨
港
）
、
嘉
義
一
帶
，
作
為
據
點 

 

Ａ
海
商
活
動
據
點
從
澎
湖
漸
移
至
臺
灣
（
海
商
活
動
影
響
中
國
東
南
沿
海
安
全
，
明
朝
派
兵
進
駐
澎
湖
） 

４
十
六
世
紀
後
期
： 

 

政
府
為
了
防
止
沿
海
居
民
與
倭
寇
交
易
，
禁
止
沿
海
居
民
出
海
活
動
，
除
了
商
貿
之
外
，
捕
魚
亦
在
禁
止
之
列
。 

●
補
充
：
海
禁
政
策 

 
 

中
國
官
方
統
稱
其
為
倭
寇
。
有
學
者
基
於
他
們
亦
盜
亦
商
的
性
質
，
稱
之
為
「
海
商
」
。 

 

倭
寇
最
初
是
指
日
本
海
盜
，
十
六
世
紀
以
後
，
組
成
分
子
轉
而
以
漢
人
為
主
，
他
們
常
劫
掠
中
國
東
南
沿
海
或
進
行
走
私
貿
易
，  

●
補
充
：
倭
寇
與
海
商 

 

Ｃ
明
朝
為
了
防
備
倭
寇
，
實
施
海
禁
政
策
↓
東
亞
的
貿
易
活
動
，
改
由
海
商
透
過
走
私
進
行 

 

Ｂ
日
本
商
人
和
海
盜
常
到
臺
灣
活
動
，
用
高
砂
、
高
山
國
等
稱
呼
臺
灣
。 

 

Ａ
澎
湖
與
臺
灣
逐
漸
成
為
漢
人
捕
魚
、
貿
易
、
走
私
和
海
盜
活
動
的
場
所
。 

３
十
四
世
紀
後
期
： 

 

２
十
三
世
紀
：
元
朝
於
澎
湖
設
立
「
巡
檢
司
」
管
理
治
安 

１
十
二
世
紀
：
已
有
漢
人
在
澎
湖
活
動 

 
 

 

指
十
五
到
十
七
世
紀
，
歐
洲
人
基
於
貿
易
與
傳
教
的
動
機
，
藉
航
海
技
術
的
進
步
，
積
極
向
海
外
探
險
，
開
闢
新
航
路
的
時
代
。 

●
補
充
：
大
航
海
時
代 

 

↓
與
海
商
勢
力
時
而
競
逐
、
時
而
合
作 

３
建
立
貿
易
據
點
：
（
１
）
葡
萄
牙
人
占
領
中
國
的
澳
門
、
（
２
）
西
班
牙
人
占
領
菲
律
賓
的
馬
尼
拉 

２
目
的
：
與
中
國
、
日
本
貿
易 

１
時
間
：
十
六
世
紀
（
大
航
海
時
代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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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論 荷蘭占領臺灣南部 荷蘭在臺的經濟活動 西班牙進占臺灣北部 

 
 

一
六
二
六
年
占
領
臺
灣
北
部
，
後
遭
荷
蘭
人
驅
離 

 

 

Ｃ
西
班
牙
：
以
菲
律
賓
馬
尼
拉
為
貿
易
據
點 

   

一
六
二
四
年
進
占
臺
灣
南
部 

 

Ｂ
荷
蘭
：
總
部
設
於
印
尼
巴
達
維
亞 

 

Ａ
葡
萄
牙
：
以
澳
門
為
貿
易
據
點 

 

２
臺
灣
位
於
貿
易
圈
中
心
，
逐
漸
成
為
各
方
競
逐
的
對
象 

１
各
國
在
東
亞
設
立
據
點
，
拓
展
在
東
亞
的
貿
易 

  
  

  
  

鞏
固
對
臺
灣
南
部
的
統
治 

  
  

  
 

在
赤
崁
建
「
普
羅
民
遮
城
」
（
今
赤
崁
樓
前
身
）
，  

 
 

Ｂ
鞏
固
統
治
：
因
應
一
六
五
二
年
的
郭
懷
一
事
件
， 

  
  

  
 

修
築
「
熱
蘭
遮
城
」
（
今
臺
南
市
安
平
古
堡
） 

 
 

Ａ
行
政
中
心
：
在
大
員
（
今
臺
南
市
安
平
區
） 

 

３
建
立
城
堡
： 

 
 

  

→ 

最
先
占
據
臺
灣
的
歐
洲
勢
力 

 
 

Ｃ
一
六
二
四
年
進
占
臺
灣
南
部 

 

 
 

Ｂ
占
領
澎
湖
，
但
被
明
朝
將
領
沈
有
容
逼
退 

 
 

Ａ
派
兵
攻
擊
澳
門
，
被
葡
萄
牙
人
擊
退 

 

２
取
得
貿
易
據
點
：
（
目
標
：
中
國
→
澎
湖
→
台
灣
） 

 
 

 

以
及
任
命
殖
民
地
官
員
。 

 

 
 

並
有
權
代
表
國
家
組
織
軍
隊
、
宣
戰
、
締
約
， 

 
 

荷
蘭
政
府
授
予
該
公
司
獨
占
海
外
貿
易
的
特
權
， 

 
 

亞
洲
總
部
設
於
巴
達
維
亞
（
今
印
尼
雅
加
達
）
。 

 

成
立
於
一
六
○
二
年
，
是
由
數
個
公
司
聯
合
組
成
， 

 

１
發
展
機
構
：
荷
蘭
聯
合
東
印
度
公
司
（
簡
稱
Ｖ
Ｏ
Ｃ
） 

 

  

Ｂ
轉
運
各
地
物
資
：
（
中
國
）
絲
織
品
、
瓷
器
、
（
東
南
亞
）
香
料
） 

 

Ａ
輸
出
台
灣
特
產
：
稻
米
、
蔗
糖
、
鹿
皮 

５
對
外
貿
易 

 

對
西
班
牙
人
而
言
，
對
日
貿
易
中
斷
，
致
使
淡
水
、
雞
籠
發
展
轉
口
貿
易
角
色
漸
失
。 

 

十
七
世
紀
前
期
起
，
日
本
禁
止
日
人
到
海
外
貿
易
，
並
且
只
准
荷
蘭
人
和
中
國
人
到
指
定
的
港
口
長
崎
貿
易
。 

●
補
充
：
日
本
鎖
國
政
策 

４
衝
突
結
束
：
一
六
三
三
年
起
，
日
本
頒
布
鎖
國
政
策
，
退
出
東
亞
貿
易
競
爭
，
荷
、
日
衝
突
不
再 

 
 

 
 

Ｂ
經
多
次
協
商
，
才
恢
復
荷
、
日
商
貿
關
係 

３
衝
突
：
Ａ
日
本
以
關
閉
荷
蘭
商
館
作
為
報
復 

 
 

 
 

Ｂ
荷
蘭
人
占
領
台
灣
後
：
向
日
商
課
稅
，
引
發
日
人
不
滿
（
補
充
：
濱
田
彌
兵
衛
事
件
） 

２
背
景
：
Ａ
荷
蘭
人
來
台
灣
之
前
：
日
本
商
人
已
在
臺
灣
活
動
，
如
：
購
買
中
國
絲
綢
等
貨
物
、
大
量
收
購
鹿
皮 

１
目
的
：
以
臺
灣
作
為
國
際
貿
易
轉
運
站
，
吸
引
中
國
、
日
本
商
人 

→
西
班
牙
欲
將
荷
蘭
逐
出
臺
灣
的
意
圖
始
終
無
法
實
現 

  
  

（
一
六
二
六∼

一
六
四
二
年
） 

  
 

結
束
西
班
牙
在
北
臺
灣
十
六
年
的
統
治 

  
  

一
六
四
二
年
荷
蘭
出
兵
打
敗
西
班
牙
人
， 

 

 
Ｂ
荷
蘭
乘
機
攻
擊
： 

  
  

  
 

貿
易
計
畫
受
挫
，
遂
減
少
駐
臺
守
軍 

  
  

日
本
實
施
鎖
國
政
策
後
， 

 

 

Ａ
背
景
： 

 

２
退
出
北
台
灣
： 

 

  
 

用
以
牽
制
荷
蘭
勢
力
，
並
作
為
對
日
本
貿
易
的
據
點 

 

→
一
六
二
六
年
占
領
雞
籠
、
淡
水
、
蛤
仔
難
（
今
宜
蘭
）
， 

  
  

 

使
西
班
牙
人
深
感
威
脅 

 

  

一
六
二
四
年
，
荷
蘭
人
占
領
臺
灣
南
部
， 

１
佔
領
北
台
灣
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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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氏政權取代荷蘭 鄭氏在臺的活動 

鄭氏集團 鄭成功接掌鄭氏集團 土地拓墾 對外貿易 政權更迭 

３
鄭
芝
龍
成
為
東
亞
海
域
霸
主 

２
鄭
芝
龍
接
受
明
朝
招
降
後
，
勢
力
迅
速
擴
大
，
壟
斷
中
國
對
外
貿
易 

１
在
荷
蘭
人
占
領
臺
灣
時
，
活
躍
於
東
亞
海
域
的
另
一
勢
力
是
以
鄭
芝
龍
為
首
的
海
商
集
團 

→
鄭
氏
集
團
取
得
臺
灣
後
，
設
立
承
天
府
（
今
臺
南
市
）
為
行
政
中
心 

 

Ｃ
一
六
六
二
年
，
荷
蘭
人
投
降
，
退
出
臺
灣
，
總
計
在
臺
統
治
三
十
八
年
（
一
六
二
四∼

一
六
六
二
年
） 

 

Ｂ
一
六
六
一
年
，
鄭
成
功
率
軍
攻
臺 

 

Ａ
由
於
戰
事
受
挫
，
後
來
鄭
成
功
決
定
進
攻
臺
灣
，
作
為
反
清
復
明
的
基
地 

３
轉
往
臺
灣
： 

３
目
標
：
「
反
清
復
明
」
，
鄭
成
功
以
東
南
沿
海
為
根
據
地
持
續
反
清 

２
國
姓
爺
：
鄭
成
功
曾
被
南
明
王
室
賜
姓
朱
，
因
此
被
稱
為
「
國
姓
爺
」
，
之
後
又
受
封
為
「
延
平
王
」 

 

→
明
朝
遺
臣
在
中
國
南
方
擁
立
其
他
王
室
與
清
政
權
對
抗
，
史
稱
「
南
明
」 

１
原
因
：
十
七
世
紀
中
期
，
明
朝
滅
亡
，
清
政
權
入
主
北
京
，
鄭
芝
龍
投
降
清
帝
國 

 
 

可
讓
軍
隊
自
耕
自
食
。
今
臺
南
市
的
新
營
、
林
鳳
營
，
高
雄
市
的
左
營
、
前
鎮
等
都
是
當
時
留
下
的
地
名
。 

 

鄭
氏
採
取
「
寓
兵
於
農
」
的
方
法
，
把
軍
隊
派
駐
各
地
，
就
地
開
墾
從
事
農
耕
；
農
閒
時
進
行
軍
事
訓
練
，
有
戰
爭
時
則
上
戰
場
，  

●
補
充
：
軍
屯 

３
方
式
：
重
視
土
地
的
拓
墾
，
以
軍
屯
為
主
（
鄭
氏
的
拓
墾
範
圍
集
中
於
南
部
，
其
他
地
區
則
是
呈
現
零
星
的
分
布
。
） 

２
目
的
：
解
決
糧
食
問
題 

１
背
景
：
帝
國
為
打
擊
鄭
氏
，
實
施
海
禁
政
策 

  
 

 

 

中
國
大
陸
、
英
國
東
印
度
公
司
、
日
本
、
東
南
亞 

３
貿
易
對
象
： 

２
經
營
方
式
：
致
力
擴
展
東
亞
區
域
的
轉
口
貿
易 

１
重
要
性
：
鄭
氏
勢
力
發
展
的
根
基 

 
 

一
六
六
三
年
，
清
廷
派
施
琅
攻
臺
，
鄭
氏
投
降 

 

政
局
不
穩
， 

 

３
鄭
克
塽
： 

  
 

 
與
清
軍
作
戰
，
後
來
兵
敗
退
回
臺
灣 

 

Ｃ
三
藩
之
亂
時
，
鄭
經
曾
出
兵
至
福
建
、
廣
東
地
區 

 

Ｂ
鄭
氏
對
臺
灣
的
積
極
治
理
與
經
營
多
在
鄭
經
在
位
期
間 

 

Ａ
陳
永
華
輔
政
（
鄭
氏
諸
葛
） 

２
鄭
經
： 

  

Ｂ
一
六
六
二
年
打
敗
荷
蘭
人
，
領
有
臺
灣
（
同
年
病
逝
） 

 

Ａ
唐
王
賜
姓
朱
（
國
姓
爺
）
，
桂
王
封
為
「
延
平
郡
王
」 

１
鄭
成
功
： 

 


